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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保定市人事局局长 徐永一

教育、资政、存史是修志的宗旨。鏊古明今，扬长避短是修

志的根本目的。

人事是行政之本。人事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综合管理政府系统

的人事工作，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，在政府工作过程中起

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中，人事制度的改革

首当其冲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我市人事管理工作同样经历了艰

难、曲折的道路。特别是囊文革’’期间，动乱几乎取代了一切，

人事管理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人

事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，并赋予改革、完善的新内容。人事制度

的改革做为政治体制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牵动和制约着经

济体制改革的深化，其适应与否将直接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稳定。

几年来，我们在人事制度改革上进行了大胆地探索，取得了初步

成果，推动了我市的经济发展。 《保定市人事志》的问世，对于

我们贯彻中央精神，积极稳妥地深化人事制度的改革，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。这是人事管理工作人员及全市人民值得庆贺的事。

《保定市人事志》的编纂是一项较大的工程。经过较为详细地历

史考究，实事求是地记叙了自古城解放至今我市人事工作的整个

发展过程。为我市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可靠依据。煽

写这本书，旨在让人们了解我市人事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，

在认真比较，思索和扬弃的过程中，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市人事管

理体制，以适应政治体制整体改革的需要，促进我市经济的蓬勃

发展。

我做为一位从事人事工作多年的同志，略谈感受，权做此书

序言。

一九八九年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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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概 述

通常所说的“人事"二字，是指用人以治事，主要指的是有关

人的方面，也指与人有关的事的方面。只有处理好人与事之间的

关系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，才能协

调，增进各方面的合作，发挥人力的作用，把事情做好。要处理

好以上各种关系，必须遵守一定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而形成一
种制度，就是人事制度。本志所谈的人事制度，专指有关国家机．

关工作人员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提拔、

考核，吸收，录用，培训，交流调配、使用、晋升、任免、岗位

责任制、奖惩、工资、福利，退职，退休及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等

事宜。

人事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l是行政之本，属

于上屡建筑的范畴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人事制度是由社会经济基

础所决定的，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。在西方，人事制度为文

官制度，也叫公务员制度，中国古代叫官吏制度，现在一般称作

干部制度。

人事制度在我国巳有两千多年的演变历史。在漫长的中国古

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，人事工作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。早

在周朝就设有天、地、春、夏，秋、冬六官，当时的天官就是管

理官吏的最高官。秦统一中国后，实行中央集权制，庞大的中央

政权，要有一个选官任官的机构。当时实行考课制度，按职奉

禄、调动，朝廷也给一定奉禄，也实行监察制度。隋文帝废除赢

北朝的九品中正制，丽实行科举制度，并逐步发展演变为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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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、礼、兵，刑、工六部：吏部就是国家管理官吏的机构，且列

各部之首。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1300多年，直到清末才改变。到

国民党时期，由于政治腐败，从中央到地方未专设人事机构，只

是在行政院下设的内政部设人事室。各省、市、县民政部门负责

人枣工作，依照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掌握人事管理事务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十分煎视人事：￡作，制定

了一系列的方针、政策及其管理制度。我国的人事制度同其他西

方国家不同。新中国人事制度是在积累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基础

上，吸收了苏联的一些做法，并结合我围实际情况而建立的，它

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情况和要求．既是党的政策的匿要组成部

分，又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实行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

起了重要作用。’

保定历史悠久，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自清初(康熙八年公

元1669年>，直隶巡抚署设于保定，成为直隶省的军事、政治、

经济，交通、文化的中心。几经沧桑，于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

放。1948年12年6日，保定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，并设置了公安

局，卫生局，社会局(1949年9月改为民政局)等十几个局级机

构。当时没有专设人事机构，只是在社会局编有人事干部，负责全

市的人事工作。1951年9月17日，保定市人民政府人毫f处正式成

立。三十多年来，人事机构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。第一阶段s

1951年9月至1955年2月，为保定市人民政府人事处，第二阶段l

1955年3月至1963年4月，为保定市人民委员会入事处，第三阶

段：1963年5月至1968年8月，为保定市人民委员会人事监察

处I第四阶段：1968年9月至1979年12月，保定市革命委员会成

立后，保定市人民委员会人事监察处撤销，业务由市革命委员会

政治部统管(后由市委组织部管理)’第五阶段。1980年1月至

今，为保定市人事局。人事机构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动，但人

事工作的业务范围基本没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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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以来，保定市的人事工作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，由简到

繁，逐步趋于健全的曲折发展过程。1951年人事处刚成立时，工

作人员只有6入，也未分科室，一人臂一项或几项工作。到六十年

代，工作人员发展到十几人，分干部科、奖惩科、福利科三个科

室，1968年由于“文革”的破坏，人事局被撤消。1980年，根据

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的需要，恢复建立了保定市人事局，1986年

人员编制增至31人，工作人员的素质有明显提高。全局设有秘书

科、干部科，任免奖惩科，工资福利科和保定市军队转业干部安

置办公室及保定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六个科室，(1983年设科技

干部科，1985年撤销划归保定市科委领导)以全面负责保定市的

人事工作，职责范围是t

一、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，承办市政府各委、办、

局j直属公司副局级干部行政职务的任免手续，负责市政府各部

门(不含公安、司法局)正科级干部的任免手续和考查管理工

作。

二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负责干部的调配、调整、培训、吸

收录用、调查统计，承办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、调整和军队转业

干部接收、安置工作。
‘

三、协同有关部门负责各类专业技术干部的管理，调整，使

用以及有关生活待遇，承办专业干部的技术职称的评定、晋升工

作(职称晋升1985年归市科委管理)。

四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办理和审批干部的奖励硬政纪处

分，督促检查政府系统机关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执行情

况，协同组织部门进行考核。

五，负责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、福利工作。按照干部管理权

限审批和办理离休，退休、退职的育关事宜。

六、负责管理权限以内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。

七、负责对下级人事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民来信来访及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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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处理工作。

八、承办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人事工作事项。

保定市所辖四区(南市区、北市区、新市区、郊区。郊区于1987

年撤消)二县(满城县l 1984年1月划归保定市，清苑县，1986

年5月划归保定市)及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都设有劳动人事

局(科)或组干科，负责人事管理工作。1949年，保定市只有

"845名干部，其中，一部分来自老解放区，是干部中的骨干。有

的是从旧政权机关选择留用的政治历史清白，有一定业务工作能

力，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员。还有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吸收，

经过短期训练录用的干部。其余是吸收的工农积极分子。随着各

项事业的发展，干部的来源范围也不断扩大，主要来源表现在t

每年大中专等院校分配的毕业生，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，从

社会上招收录用的干部， “文化大革命万以来“以工代干黟的工

人转为国家干部。仅1984年，经保定市人事局审查批准，“以工

代干刀的4048名工人转为国家干部。截止1986年底，保定市党政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达21419人。其中

行政机关7168人，企事业单位17026人。男性，17139人，女性，

7055人。在干部当中，有中专以上学历或相当技术员以上职称的

专业技术人才l 6000多人。

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保定市人事制度也随之

进行了大胆地改革和探索。全市人事工作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充

分发挥着应有的作用。

人事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，有其自身的特点。人事部门是干

部之家，是直接为干部服务的。人事部门的各项工作，都直接关

系到干部的切身利益。因此，人事干部只有按照党的政策，想干部

之所想，急于部之所急，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，才能得到广大

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欢迎，支持和信赖。人事部门解决干部的

夫妻两地分居倍受广大干部的欢迎和称赞。由于十年动乱期闻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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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和人民遭受磨难，谈不上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。到19

78年，全国夫妻分居两地的干部已达100多万，保定市分居的干

部2000多人。多少干部家庭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生活困难、

感情不和甚至离婚，这些悲剧殃及子女，不少青少年因得不到家

庭温暖和父母教育，而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命运的又一次伟大的转折

点，也为“牛郎织女黟团聚带来了希望之光。9年来，各级人事

部门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，把为经济建设服务、为广大干部

服务，作为人事工作的指导思想，把帮助干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等

实际问题列为重要议事日程。保定市人事局自1980年恢复建立以

后，非常重视解决干部夫妻-两地分居，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，

几次赴石家庄、唐山参加华北地区及河北省夫妻分居交流大会，

为他们的团聚疏通渠道，大开绿灯。仅1980--1986年，保定市为

865对干部解决了夫妻分居。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，在社会上

引起了积极反响。这是因为。首先，密切了政府同干部群众的关

系，其次，解除了干部的后顾之忧，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，

再次，节余了探亲假，增加了工作日，还减少了不必要的经费开

支。十年动乱期间积累下来的干部夫妻两地分居巳基本解决，但

是，由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等原因，又出现了新的干部夫妻两地

分居问题。这一情况告诉我们，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任务倨

很艰巨，

人事工作政策和原则性比较强。它要求人事干部必须是品德

好、素质高，德才兼备的干部，而且只有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

策，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，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。保

定市人事局1986年底其有干部31人，其中离休干部1入。在职干

部当中有大、中专学历的16人，连营职的转业干部16入，50年代

参加工作的4人，35岁以下青年lo人。这一干部结构是比较优化

的，既有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，又有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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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干部，能够适应人事工作的要求。

人事部门是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，他不只是单纯管“人黟，

还须为经济建设服务。一个企业若用好一批专业技术人才，给他

们创造宽松的环境，使之充分发挥专长，就能使企业的产品不断

更新换代，使之在日新月异的商品市场竞争中，永远立于不败之

地。例如。保定市罐头厂，原多年来生产的草莓酱由于在技术工

艺上达不到要求，质量不过关，年产100吨，在国内还找不到市

场销路。后由于他们重用知识分子，先后提拔了17名知识分子到各

级领导岗位。并组成了科技攻关小组，对草莓酱不断进行工艺改

进。1983年他们厂生产的草霉酱荣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并且连

续四年和日本签订了包销合同，产品打入日本大荣超级市场。产

量也由原来的100多吨增长到400多吨，使厂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

高。一个濒于倒闭的工厂，若大胆启用若干懂技术、善管理的人

才，则能使工厂起死回生、焕发出生机盎然的景象。保定色织厂

是拥有1千多人的集体企业，原来生产很不景气，经济效益很
．差。1984年亏损19．9万元，1985年1—8月份又累计亏损19．7

万元。市纺织公司任命了1988年毕业于天津纺织工学院的任肇奎

同志担任厂长。他勇于开拓，推行了以目标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

代化管理方法，狠抓经济责任制的落实，仅四个月时间就实现扭

亏为盈11．3万元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实现利税113．7万元，完成年

计划利润的354％。
‘

因此，人事部门必须树立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力的思想和

知人善任，选贤用能的用人标准，才能做到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

务。

保定市人事局(人事处)自1951年9月建立以后，在社会主

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随着社会基本

矛盾的发展变化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我国现行人事

制度的干部任免透明度不够，干部流动统得过死等诸多缺陷和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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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亟待改革。保定市现行人事制度同样面临着改革的挑战。

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，上层建

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。经济基

础决定上层建筑。人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

由经济基础决定，同时又为经济基础服务。由于任何社会形态下

的生产力、生产关系，经济基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因此，人

事制度也必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和变革之中。

我国的人事制度是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

的，特别是建国后，国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人事方面的规

章、条例和办法。如t ((吸收录用干部暂行规定》，《干部调配

工作暂行规定》、《国家行政和有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规定》，

《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、派遣办法》、《关于安置老弱病残

干部的暂行办法》，((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方案》等等。

这些规定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情况和要求，适应了当今社会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，对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和

管理，对于促进各个历史阶段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

和重要的作用。但是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人事制度

还很不健全，很不完善，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弊端，如t在立法方

面、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健全的人事法规。已经建立起来的规章

制度还不够全面．系统和科学。这些缺陷和弊端防碍着社会主义

经济的发展。因此，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消除这些缺陷和弊

端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。

保定市人事局在1984年，本着放得开，引得进，流得动、管

得潘、效益高的要求，首先从简政放权入手，在改革中迈出了一

大步，对干部的管理做出了若干规定。

一，干部任免。严格按照市委干部管理权限办事。人事局除

继续代政府承办副局级干部的任免和向人大呈报正局长任免材料

外，其他干部均由主管部门自行任免，政府科级干部报人事局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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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

二、干部调配。除异地调动(即调入和调出保定市)，基层

单位调进市政府机关，满城县及驻保单位调入市属单位及市属单

位调往满城县、驻保单位的干部，仍由市人事局审批并办理调动

手续外，其他干部调动由县、区、局直接办理。

满城、清苑两县除调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干部报市审批外，

其他干部凋动均由县审批办理。

市区内基层单位之间的干部调动，由主管部门办理调动手

续。

各区、市直属机关、直属公司机关之间的干部调动，只要工

作需要、编制允许，双方同意，由各区、市属机关、直属公司办

理调动手续。

三，由全民企业调入集体企业的专业技术干部的浮动工资问．

题，由各县、区、局和直属公司审批。

四、人事局只承办市直机关和享受特殊待遇的干部的退职

退休具体手续。其他干部一律交由各区、主管局和公司审批办

理。

五、实习期满的大、中专毕业生的转正定级，由各区、主管

局和直属公司按中央的有关规定审批，报市人事局备案。

六、市人事局只负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的干部政

纪开除留用以上处分的审理工作，其它各企业单位干部的政纪处

分(包括开除)，由各主管部门审批。领导干部的政纪处分，按

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

以上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及各级人事部门的欢迎，减

少了工作环节简化了手续，改变了作风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1982

年，保定市只引进120人，由于进行了改革，引进的人才大大增

加，1984年399人，1985年404人，1986年216人。他们为保定市

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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